
最新写论语心得的题目(通用6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写论语心得的题目篇一

原文：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
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
其为仁之本与!”

译文：有子说：“做人，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却喜欢冒犯
长辈和上级的，这种人是很少见的;不喜欢冒犯长辈和上级，
却喜欢造反作乱的人，这种人是没有的。君子要致力于根本，
根本确立了，治国、做人的原则也就产生了。所谓‘孝、
悌’可为‘仁’的根本吧。”

百善孝为先。孝敬父母是人之根本。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
父母给予的，父母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来，这是永远都无法
回报的。不孝敬父母的人，永远不能和他做朋友。尊长爱幼
是做人的根本之一。

所谓”仁、义、礼、智、信。”有可能是当时缺失的东西。
当时乱世，缺失的东西太多，所以被提倡的东西也多。当今
社会亦是如此，问题严重了，就会被重视起来，大家都提倡
的、都重视的，恰好是人们缺失的。

论语心得感悟范文

写论语心得的题目篇二



第一段：引言（200字）

国学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研究，论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学习论语可以使我
们更好地了解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和道
德观。在研读论语的过程中，我深感自己的不足和需努力的
空间，同时也收获了许多有益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敬畏天命，居正为行（200字）

论语中有一句话“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这句话
告诫我们要正视自己的不足，明白自己的不完美，且不要以
此为借口去指责他人。我们不能指望每个人都能理解我们，
但可以从中发现自身的缺陷并加以改正。同时，论语中也提到
“天不言自高，水不言自深”，这句话告诉我们要敬畏天命，
做到居正为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面临一些困难和
挫折，但只要我们有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坚持自己的原
则，即使遭遇困境，也能坚守底线，走向成功。

第三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200字）

论语中提到：“吾日三省吾身”，这是一种反思和自我评估
的态度，是心灵的洗涤和净化，更是自身价值的提升和追求。
只有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和言语，才能改进自己，提升自己
的道德品质。论语还强调了家庭和社会的重要性。在遇到家
庭矛盾和社会问题时，我们应该学会沉着、理智、平和地解
决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和谐齐家治国，为社会的发展
做出贡献，为天下安定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四段：孔子的治学之道（200字）

孔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之一，他提出了许
多关于教育和治学的观点。论语中提到：“温故而知新”，
这是一种对历史的尊重和对知识的追求。只有理解历史，才



能更好地面对现实。此外，他还提倡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这告诉我们要持之以恒地学习，不断积累知识，充实自己的
头脑。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和思考，我们才能拥有宽广的视
野和智慧的头脑。

第五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00字）

论语中的每一句话都是孔子智慧的结晶，然而，读懂了论语
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真正理解了其精髓。只有通过实践来检
验和运用，才能真正将其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正如论语中
所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我们要将所学的理论知
识与实践相结合，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智慧和创造力。只
有通过实践，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并体会到论语所传达的智慧
和人生哲理。

总结（100字）

通过研读论语，我深刻体会到，论语是一部集中了智慧和道
德教育的书籍。学习论语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和传承中国
传统文化，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通过敬畏天命、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习孔子的治学之道以及将所学理论知
识与实践相结合，我们可以更好地成长和进步。希望更多的
年轻人能够关注和学习论语，从中受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写论语心得的题目篇三

有一本书，如林间清风般拂醒人的善念；有一本书，似山涧
泉水般不断滋润着我们的心田。它，告诉我们许多人生的哲
理，它，对我们诠释无数做人的道理。这本书便是国文经
典——《论语》。

品读《论语》是一种精神境界的提升，那小小书上的每一个
字都是孔子以及他的弟子用心去篆刻上去的，里面凝结了他



们一生的心血，带给人一种心灵上的宁静。

《论语》一共短短二十篇，寥寥数万字，却出现了一百多
遍“君子”。孔子不也正是这样的人么？他对学生们以身作
则，不由半点虚假，游说列国。《论语》中还特别利用季氏
之类的小人来衬托出“君子”的高大。于是，“君子”成了
《论语》中的主角。到底怎样才算“君子”，这是《论语》
中主要探究的问题。古人将“梅、兰、竹、菊”代表君子，
这表示“君子”需要有坚韧不屈的精神以及傲视万物的气魄，
这也是《论语》中主要推扬的精神。曾子曰：“士不可以不
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
亦远乎？”“士”也可以理解为君子。正如上面所说，“君
子要有坚韧不屈的精神。”君子不能不坚强刚毅，要有远大
的抱负和理想，不能只对眼前的小小成功沾沾自喜，人生的
道路还很远，责任还很重。但是将“仁义”作为自己的责任，
会感到无比快乐。“君子”正是如此，往往将仁义作为自己
的原则，一直向前，不论路途多么艰难，丝毫不退缩。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就说明了君子和小人
的不同点就是他们所选择的路不同。“君子”为了道义而奋
斗，小人却只贪图个人利益，甚至不惜私下用一些阴谋诡计
来夺取自己想要的，根本不在乎别人；而君子则为天下众生
着想，用正义服人。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这一些“小人行
径”，在“不知不觉”的财富中塞满了自己的腰包，却还说
自己“为官清廉”，这是精神上的不道德。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
君子不是从光鲜的外表和花言巧语来分辨的，而是应该看他
的行动。他认为：“君子应呐于言而敏于行。”君子把自己
所想所说付诸行动，用行动来证实。语言不重要，毕竟行动
才是语言的火花！

“君子”是《论语》中的主角，而我们应该立志成为君子，
将这个主角在我们生活中延续下去！



写论语心得的题目篇四

孔子讲究孝道，孝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今天的人们却
在褪色，对其讲孝是非常必要的，让他们明白孝是为人之本。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可谓孝矣。”

“事父母能竭其力;”等。即孔子说;“当他父亲在世的时候，
要观察他的志向;在他父亲死后，要考察他的行为;若是他对
他父亲的教诲长期不加改变，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尽到孝
了。”这里讲了什么是孝，同“事父母能竭其力”有些不同。
虽然事父母能竭其力，但在社会上做事，或是_或是抢劫，触
犯法律，使父母担心、忧心，这也不能算是孝。父母都希望
子女比自己强，具有良好的品德，这是父母教育子女的出发
点。所以为父母提供丰厚的物质不是孝的根本，如果能够按
照父母的意愿、教诲行事做人，对得起父母才是真正的孝。

治学方面，孔子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知之为不知，不
知为不知，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博学而
笃志，切问近而思”。不正是一种谦虚、严谨、实事求是，
锲而不舍的治学态度吗?治学的方法他讲究温“故而知新，学
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觉得学而实习之不亦说
乎。”同时孔子认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
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可见学习的重要性，
治学是仁信的基础。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是
《论语》六则中给我感触最深的两则。前一则是说几个人走
在一起，那么其中必定有可以当老师的人;后一则告诉我们敏
捷而努力地学习，不以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为耻。这两句话
虽然出自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之口，但至今仍是至理名言，意
义至大。“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话包含着一个广泛
的道理：能者为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接触的人
甚多，而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优点，值得我们去学习，亦可成



为我们良师益友。就说我们班上的吧。在这个近80人的班集
体里，就有篮球上的猛将、绘画巧匠、书法好手、象棋大师。
有的是上晓天文，有的是下通地理;有的是满脑子的数字;有
的能歌善舞……多向我们身边的这些平凡的人学习，就像置
身于万绿丛中的小苗吸收着丰富的养分。高山，是那样地雄
伟，绵延;大海是那样地壮丽无边，山之所以高，是因为它从
不排斥每一块小石;海之所以阔，是因为它积极地聚集好一点
一滴不起眼的水。若想具有高山的情怀和大海的渊博，就必
须善于从平凡的人身上汲取他们点滴之长——“三人行必有
我师焉”。一个几岁的小朋友当然不如四十开外的教育家;平
民百姓同样没有史学家的见识广博……但是正是这样的“不
耻下问”而造就了许多伟人。

写论语心得的题目篇五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人们更加注重实用性、功利
性，很多经典的著作在现代被人们所淡忘。然而，作为中国
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论语》自问世至今，始终被广大读
者赞誉为“书中之圣，九经之首”，其内涵至今仍然对人们
有着重要的启示。我在读完《论语》之后，对其中的精神内
核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下面就让我分享一下我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感悟孔子的教育理念

《论语》中的很多言语都是孔子对于教育的思考和总结。例
如，他认为“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温故而知
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等等，这些话语都传达了他
对于教育的态度，即应该以兴趣为基础，通过不断的学习、
实践和思考，才能掌握真正的知识和技能。这种教育理念给
予我们现代人很好的启示，告诉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应该放松
心态、保持责任感，打破固有的思考方式，探究自己的兴趣
和优势，不断进步。

第二段，领悟孔子的人生哲学



孔子的人生哲学是《论语》中的重点内容之一，他认为“人
无远虑，必有近忧”、“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
关终属楚，若登高必自卑，若涉远必自缚”等，不仅体现了
他的生活态度，也表现了他在道德和行为上的理念。从他的
话语中可以领悟到，在日常生活中，他秉持着高度的责任感
和自我要求，以实际行动来迎接各种挑战和困难，同时也讲
究着自我反省，不断提高自身素养和修养。

第三段，理解孔子的人生价值

孔子始终是中国文化中的伟大人物，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
是他提倡的人生价值与现代社会的要求密切相关。在《论语》
中，他主张“仁者爱人”，“人无完人”，“不谋万世者，
不足谋一时”等等思想，都体现出他对于人类社会的建设和
个人追求价值的考虑。他的观点让我们明白，人的贡献不在
于个人的功绩，而在于实际对他人生活的帮助和改善。如果
每个人都以此为准则，那么人类社会就可以达到更高的水平。

第四段，领会孔子的政治哲学

孔子的思想虽然主要关注个人品德和人生价值，但也有一些
对于政治和社会的见解。例如，《论语》中的许多话语都指出
“吏无能则改之”、“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非礼
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等等，这些思想都反映出他对
于国家和政治制度的期望和构想。他认为，州县官员应该由
素质高、能力强者来担任，人民应该有自主决策的权利，而
正道的价值取向应该贯穿于政治的各个方面。

第五段，总结

在现代社会，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市场经济的冲击，许多
传统的价值理念已经被慢慢淡忘，不再得到应有的重视。然
而，《论语》中的精神内涵始终把那些真正的美德和道德准
则保留下来，始终为人们提供着精神上的指引。在我读完



《论语》之后，我对于孔子的智慧和思考方式倍感敬佩。他
不仅对于人文学科、哲学等领域的研究有着深远影响，也在
行为和人格方面提出了很多具有现实意义的建议。希望我们
每个人都可以从中领悟到孔子的精神内核，为自己的生活和
工作带来积极的影响。

写论语心得的题目篇六

原文：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
以时。”

译文：孔子说：“治理拥有一千辆兵车的诸侯国，要严肃慎
重、专心认真办理国家政事，又严守信用;节约财政开支，又
爱护部下和人民;按照农时的忙闲去使用民力。”

管理者能做到：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是一
种理想的境界。做事严肃认真，这是一种敬业精神，也是对
社会和群体的敬畏和尊重;严守信用是一个人的品德和修养，
是立人之本。古人做到这一点不是很容易，现代人能够做得
很好更不容易。注重节俭，这是一种美德，爱护员工和人民
是管理者的美德。使民以时，这是一种尊重自然规律、尊重
农业生产规律、尊重农民生活规律的科学做法，我们现在可
以把它推广到各个领域，那么这个词就是符合时宜地做事，
根据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有利的条件，去做有利有益
的事情。


